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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

路径 

邓文杰 1  彭怡峰 2 
（1.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114；2.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长沙  410114） 

摘  要：红色文化资源蕴含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崇高精神，是传承红色基因、启迪人生信仰的重要渠道。将其有机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增强课程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更好地完成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本文

通过深入分析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政课程的契合逻辑，阐释其蕴含的丰富价值意蕴，并从课堂渗透、实践体验等多个角度，构建起立

体化的红色文化教育路径体系。这为更好地运用红色文化资源铸就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弘扬民族精神提供了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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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有着内

在的契合逻辑，融入红色文化资源可以更好发挥思政课程的育

人功能。但是如何有机融合仍需深入探索，需要在认清两者之

间的统一之处基础上，找到连接的纽带和实现形式。    

一、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在逻辑 

1、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契合逻辑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共识、传承红色精神的重

要载体，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具有内在的契合

逻辑。高校思政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为指导，植

根中国本土，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红色文化資源亦源自中

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历史进程，蕴含

革命气节和伟大建党精神。红色文化通过典型事迹的示范效应，

有力推动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因此，将红色

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有利于锻造爱国情怀，汇

聚中华民族新生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根本动力。   

2、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传承逻辑 

红色文化资源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大公无私的

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的本质

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正

是这一理论体系的阐释和传播者。红色文化资源生动具体地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指导作

用，有助于加深大学生对理论的理解认同。同时，红色文化还

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资源，可以启迪大学生成长成才，引导学

生坚持理想信念。因此，融入红色文化资源，可以推动思想政

治理论课程从生硬理论教学向生动有效教学转变，增强课程的

感染力和号召力，更好地完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任务。 

二、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1、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 

红色文化资源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浴血奋战的

宝贵精神财富，其中革命烈士舍生取义、英勇殉难的事迹尤为

令人震撼。这些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人民利益，彰显共产党

人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通过系统性地运用红色故事教育，使

大学生成为革命先烈献身史的体验者、传承者，可以极大地教

育和感染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面对崇美攻毒等错误思潮的侵蚀，红色文化传承可以

筑牢学生世界观和思想道德之基，使之真正成为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2、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 

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内

核。无数仁人志士视民族利益高于生命，不怕牺牲地为中华民

族的解放和富强而奋斗。这种精神在当代依然闪耀着光辉， 代

表着中华民族顽强抗争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通过深入挖掘和有效运用这些红色文化资源，高校可以有

力培养学生的民族气节和自豪感。在学习革命先烈故事时，学

生可以体悟先辈千辛万苦谋民族独立的伟大情怀，从而凝聚起

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之情。这可以强化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责

任担当，使其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 

3、传承革命先烈的崇高品质，激励学生勇往直前、奋发向

前 

红色文化资源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其中不少革命先烈舍生忘死，勇于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展现

出极高的思想觉悟和崇高品质。这些崇高品质主要体现为：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无私无畏的奋斗作风，艰苦朴素的高尚情

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等。 

这些品质的力量源泉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

想。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使大学生成为革命烈士精神

的传承者，可以激发他们勇于担当民族大义，敢于直面困难，

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在学习烈士群像的感染鼓舞下，学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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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奋斗本领，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再创佳绩。 

四、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1、立足课堂主渠道，将红色文化资源全方位浸入理论主课

堂 

立足思政课堂这一主渠道，全方位融入红色文化资源，是

实现红色文化资源教育有效性的关键。要从课程设置、教材建

设、教学过程等环节强化红色元素的渗透力度。 

首先，在思政课程体系设置上，延伸设立专门的红色文化

选修课和第二课堂模块。如开设庆祝建党精神课程，通过参观

红色旧址、学习革命历史等授课形式，加深理解。其次，在编

写和使用思政课教材时，增强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合度[1]。如在介

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可深入挖掘党史文献和地方红色资源，

形成鲜活的案例教学。最后，在日常思政课教学中，教师要灵

活运用红色电影、红色故事等资源开展情境教学。如通过语文

课中的《林海雪原》节选，讲述王进喜等烈士坚贞不屈的英雄

气概。 

2、依托实践大平台，将红色文化资源多领域嵌入实践大课

堂 

依托实践教育大课堂，将红色文化资源多点、全面嵌入到

实践教学过程，既可以拓展红色文化资源的渗透范围，又可以

增强实践教学的感染力。这需要从丰富实践教学项目，延伸实

践载体平台，强化实践教学方法等方面构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的红色教育体系。 

首先，在扩建实践教学项目基地时，大力引入红色资源元

素。如与纪念馆、烈士陵园、红色教育基地合作，建设高校实

践教学校外基地，使红色成为校园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充分依托“互联网+”实践教育平台，借助新媒体和数字

技术延展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渠道，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的实践

教学新模式[2]。最后，在实践环节的教学方法上下功夫，将体验

式、研习式等活动与红色资源教育深度融合起来，增强理论教

学的深刻内化。 

3、开展红色文化活动，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生的日常学

习和生活中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主题活动，将红色文化资源

融入学生日常，可以持续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常态化。这需要从

丰富活动形式，拓展活动载体，创新活动方式等方面构建学生

喜闻乐见的红色文化品牌活动。 

首先，可以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红色主题课外活动。如开

展红色电影放映周，组织学生收看经典革命题材电影，并设置

有奖的影评主题征文活动；定期邀请老红军、革命历史专家开

展红色专题讲座等。其次，依托校园文化场所和新媒体平台，

打造红色文化教育阵地。如在展览馆、博物馆开设红色主题展

览，运用新媒体平台和手段进行宣传[3]；建立红色文化公众号等。

最后，注重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采用丰富的游戏互动等活

跃手段组织系列活动。 

4、建设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提供实地参观和学习的机会 

建设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提供实地体验和参观学习机会，

是把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大学生主动接受的重要途径。这需要

高校，地方红色文化单位和纪念馆的密切配合与协作。 

首先，高校可以依托周边红色资源丰富的地区，建立校内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如利用校园空间建设红色主题展馆，展示

老红军文物和地方红色文化成果；定期举办革命历史图片展，

组织解说活动等。其次，与地方文化单位和纪念馆合作，打造

校外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如与邻近的烈士陵园或纪念馆结成合

作伙伴，提供学生参观考察与学习交流的机会。最后，建立高

校与红色基地的师资交流平台。邀请革命历史专家、老红军到

校开展专题教学；组织教师深入红色基地进行教学研修，形成

合力[4]。 

5、利用新媒体平台，将红色文化资源传播到更广泛的受众

群体中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利用新兴媒体平台和手段是拓展红色

文化传播受众面、增强传播互动性的重要途径。这需要按照受

众特征，精准选择传播载体；讲好红色故事，提高内容说服力；

拓展传播形式，持续释放正能量。 

首先，针对学生群体的媒体使用特点，选择新媒体平台进

行红色文化传播。如建立红色文化主题公众号，开设红色文化

视频自媒体平台，制作具有互动游戏和 AR 特效的红色主题

App。丰富的新媒体载体，可以最大限度触达大学生这一主要受

众群。其次，打造富有正能量的红色文化内容。从海量红色资

源中系统性挖掘正面典型，讲好感人故事。采用新媒体传播手

段，如微视频，增强内容说服感染力。最后，鼓励教师群体传

承红色基因。如建立教师红色文化新媒体工作室，培育专兼职

创作队伍，形成强大的内容供给，持续释放红色文化正能量。 

结束语：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实效，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一是要继续丰富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红色文化场域，提供多种参与形式；二是要完善红

色教育法，将先进信息技术与红色文化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

体验模式；只有这样，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课堂的深度融

合才能持续释放巨大的正能量，有力培育建设共和国、服务人

民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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